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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背景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城市数量得以增加，城市空

间得以扩张，但同时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被大量占用，产生了一

个新的社会群体——失地农民。土地不仅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而且是全体农民(包括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的生活风险保障，

是农村家庭养老的物质基础，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失业保

障，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但是由于

制度性的障碍和农民经济承担能力弱，失地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水平

低，当有限的征地补偿金用完后，失地农民将面临着生活、就业、养

老、医疗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城镇化进程中新的弱势群体，同时失地

农民的数量还在不断扩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在系统回顾总结我国农村

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强调应进一步统一全党全社会的认

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应适

应农村改革发展新形势，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新期待，抓住时

机，乘势向上，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在十七届

三中全会的指示下，我们更应该关注失地农民这个新的弱势群体，是

他们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二、文献综述
针对失地农民的情况，许多学者也对失地农民的生活现状，尤其

是社会保障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文献检索，我们了解到目前相关的

调查文献主要是围绕1.现行的保障政策以及问题难点，如唐爱玲的论

文《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调研与思考》，该文阐述了当前对失地农

民的一系列保障政策：促进就业、改变货币补偿方式、建立基本养老

保障制度等，同时有针对性地指出了现行政策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如

新老政策衔接问题、就业观念转变问题等。2.提出了一些解决失地农

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如王健、何兰萍的论文《失地农民社

会保障安置问题研究》，提出了针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几点对

策：完善土地征用法规和补偿办法、确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与城市保

障体系衔接的时间进度表等。笔者认为，虽然这些文章都详尽地阐述

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调查研究，但是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失地

农民情况也不尽相同，对失地农民情况的概要性阐述虽然可以展现当

前失地农民现状的整体面貌，但是难免忽视了各个地区的独特性。

三、结果分析
本文主要是调查研究福建省漳州龙海市港尾镇大径村失地村民的

社会保障现状，来了解一个特定区域失地农民的生活现状，从而有针

对性地提出我们的对策建议。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总体感觉大径村村民在土地征用后其社会保

障情况是不容乐观的。首先，村民们文化程度普遍偏低，高中及高中

学历以上者不足样本总数的20%，同时绝大多数村民无论是低学历者

还是学历较高都表现出对征地标准不了解，对社会保险政策不清楚，

社会保障意识淡薄。其次，由于对相关政策的不了解以及政府补偿

方式的单一，政策没有落实，接近90%的村民都没有参加包括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没有了社会保险的支持保

障，村民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大大增加，我们对其防范社会风险的能力

感到担忧。最后，我们又试图了解村民的经济情况是否会影响其社会

保障水平，得到的结果是无论是收入较高的村民还是低收入村民大部

分都认为参加社会保险是很有必要的，只是考虑到政策还没落实，个

人单独难以承受等因素，村民们参加的积极性和实际的参加情况都不

是很高。

根据调查研究我们提出了几点关于大径村村民社会保障状况的对

策建议：

1.政府在推广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还要解决新老制度的衔接问

题，根据大径村的实际情况和村民的需求完善政策制度，而不能像贴

膏药一样，过去的政策不假思索地就应用到现在的失地安置保障，或

是原原本本就采纳其他地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做法容易脱离地方

实际，不仅不能满足村民的实际需要，反而会浪费公共资源，事倍功

半。

2.要从根本上提高村民防范社会风险的能力，光有健全的社会保

障制度是不够的，还应该转变村民们的意识，依靠土地过日子的想法

已经是不切合时代进步的要求了，村民们应该重视教育，重视科技文

化，提升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要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谋发展找

出路。同时政府部分在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上，不能仅仅只是提供货币

补偿就放手不管，为了实现失地村民由为其“输血”到其自行“造

血”的转变，政府应该依托厦门大学漳州校区良好的文化教育氛围，

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打破传统的城乡教育二元制的束缚，使大

径村的村民也能享受和城市一样的教育水平，同时各部门应该积极联

合开展诸如科技文化“三下乡”等送科技知识进农村的活动，使村民

真正意识到只有用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才能过上小康生活。并且，政

府还要帮助村民拓展就业门路，挖掘当地的优势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组织村民参与就业培训，提高职业技能，增加村民就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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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调查
                                  ——以漳州龙海市港尾镇大径村失地村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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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城市数量得以增加，但同时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被大量占用，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

体——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失地农民将面临着生活、就业、养老、医疗等一系列问题，成

为城镇化进程中新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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